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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
字素养的提升使农户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
机会#从而产生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 采用!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X\\c*#%#%年的数据#从数
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数字意识"个维度选取2<项指标评价样本数字素养#

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户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增加其人均农业收
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该收入增长效应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更为
显著&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
多样化的路径增加农户非农收入$ 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
群体共享数字红利#应在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的同时#重点帮扶数字弱势群体以缩小数字鸿
沟#并切实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充分发挥数字素养的农户增收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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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需要通过城乡融合发展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共

同富裕" 因此!从内生发展能力角度探讨如何促进农户收入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随着数
字技术的广泛应用!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农户收入增长提供了新动能!学界也对互联网%数字金融%数
字经济等对农户&农民'收入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的探讨" 比如(刘晓倩和韩青&#%2<'%罗千峰和赵奇锋
&#%##'研究发现!农村居民使用互联网具有明显的增收效应/2;#0

*张林&#%#2'%张汉飞和吴童&#%#"'分
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0

*唐红涛和谢婷&#%##'%张良等&#%#!'%邓晓军等
&#%#"'研究认为!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Q;:0

" 尽管数字经济对农户收入增长的普
惠效应已得到相关研究的验证!但数字鸿沟带来的收入分化加剧也不容忽视" 数字技术应用促进了农
户就业创业的机会公平&王杰等!#%##'

/<0

!但数字素养的差异会导致不同农户的参与程度与受益水平
不同&王杰等!#%##'

/30

!从而使数字经济在赋能农户收入增长的同时可能拉大收入差距"

农户的数字素养决定了其利用数字技术及参与数字经济的能力!既是#志$也是#智$!是影响农户获
取数字红利多少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数字素养逐渐成为农民及其家庭发展的重要人力资本基础&李晓
静等!#%##'

/2%0

!数字素养对农民和农户生产生活的影响也逐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 苏岚岚和彭艳玲
&#%#2'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在农民的数字化教育与数字化生活之间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220

*王杰等
&#%##'分析表明!数字素养能够通过促进创业来缓解农户的相对贫困/30

*李晓静等&#%##'研究表明!农
户数字素养的提升能够促进其创业且具有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0

*单德朋等&#%##'分析发现!数字素养
能够促进农户的财产性收入积累/2#0

*温涛和刘渊博&#%#!'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和金融知识均是影响农
户数字金融行为响应的关键因素/2!0

*杨柠泽等&#%#!'分析表明!数字素养提升能显著促进农户共同富
裕/2"0

*杜凤君等&#%#!'研究发现!数字素养对农户绿色生产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Q0

*上官莉娜等
&#%#"'认为!数字素养显著促进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240

" 此外!数字素养还会对农户的电商参与行为
&杨佳利等!#%#!'%绿色生产技术采纳&孙子烨等!#%#"'%生活垃圾分类意愿及行为&朱红根等!#%##'%

化学农药减量使用&张鹏等!#%#"'等产生积极影响/2:;#%0

" 然而!鲜有文献深入探究数字素养对农户收
入的影响!仅有个别文献从数字素养某个方面&如数字技能'对农户收入某个维度&如财产性收入'的影
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罗千峰等!#%#!'

/#20

"

鉴于上述!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聚焦于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及其机制!采用#中国乡村
振兴综合调查$&XF79N\G-N(\AO7EN(7WNE7'9 cG-OAJ!X\\c'#%#%年的数据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的收入
增长效应" 与已有文献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从农户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总收入!

个维度考察数字素养提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丰富和深化了数字素养的经济效应研究!有助于深入认识
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素养在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第二!基于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区别!分别
探讨了数字素养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促进农业收入增长和通过增加家庭生计活动促进非农收入增
长的影响路径!为通过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农民增收提供了经验借鉴和路径启示*第三!进一步从家庭流
动性约束和村庄地理位置两个维度分析了数字素养影响农户收入的异质性!发现数字素养提升对流动
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具有更强的收入增长效应!为通过缩小数字素养差距弥合数字鸿
沟进而促进共同富裕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并有助于提高相关政策的靶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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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2.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
依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劳动力素质越高!则劳动效率越高!因而劳动力的人力资本投入与其

收入回报成正比" 相比城市地区!农村地区的人力资本相对薄弱&魏滨辉等!#%#"'

/##0

!农户的数字化能
力相对低下!并常常面临信息不对称的困境&李建军等!#%23'

/#!0

!导致其收入较低" 而数字素养是数字
经济下重要的人力资本!农户数字素养的提高能够增强其内生发展能力!从而提高其收入水平" 数字素
养包含数字设备操作素养%数字资源获取素养%数字技术应用素养和数字意识素养等多个方面&苏岚岚
等!#%#2'

/220

!具体来看(农户的数字设备操作素养越强!越能够跨过数字技术接入门槛!从而更有效更
充分地使用数字设备*数字资源获取素养越高!越能够利用数字设备获取各种市场信息及生产要素!从
而降低职业搜寻和生产经营成本*数字技术应用素养越高!越能够主动利用数字技术来获取利益!比如
通过社交平台增加社会资本%利用网络渠道提升人力资本%通过线上交易降低经营成本等*数字意识素
养越高!越愿意采纳新的数字化技术和利用数字平台!越具有创新精神和风险意识!越能把握发展机会
&赵天宇等!#%#!'

/#"0

" 综上所述!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农户更好应用先进的农业技术%更及时地获取
市场信息%更有效地利用电商平台!从而通过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降低农业生产经营成本等路径来提高
家庭的农业收入*同时!也有助于农户提高数字技能%扩大社交边界%增强风险意识!从而增加非农就业
创业机会并降低就业创业成本!从而扩大家庭的非农收入来源"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2(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的农业收入%非农收入和总收入
增长"

#.数字素养影响农户收入的异质性
不同的农户具有不同的特征!除了数字素养外!还有一些因素会对其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 比

如!流动性约束会对农户的生产经营%就业创业以及资产配置等产生重要影响!在不同程度的流动性约
束下!数字素养提高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可能存在显著差异" 同时!农户所在村庄的发展环境和条件也会
影响到其数字素养和收入水平" 比如!与位于城市郊区的村庄&城郊村'相比!远离城市的村庄&非城郊
村'往往在基础设施%就业机会%金融资源等方面存在显著劣势!农户的数字素养和收入水平总体上也较
低!从而可能导致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会因村庄的地理位置不同而有所差异" 基于此!本文
主要从家庭的流动性约束和村庄的地理位置两个方面考察数字素养影响农户收入的异质性"

一是家庭流动性约束异质性" 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提高其利用数字技术的能力和效率!帮助
其了解金融知识%获取市场信息并扩展借贷渠道!从而为其创收活动提供更多的渠道和资金支持" 当农
户受到的流动性约束较强时!会因资金短缺而无法开展创收活动!导致收入增长受到限制*此时!数字素
养的提升可以有效缓解其资金限制!从而扩大其收入来源!产生较强的增收效应" 而对于流动性约束较
弱的农户!由于本来就有较为充足的资金开展创收活动!农业生产活动或就业创业也较为多元化!数字
素养提升对其收入来源的扩大作用相对较小!所能产生的增收效应也就相对较弱"

二是村庄地理位置异质性" 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降低农户的资源获取成本!进而促进其农业增
产和非农就业创业" 相比城郊村!非城郊村通常存在较大的资源约束!包括金融服务供给不足%非农就
业机会有限%数字教育培训相对落后等&粟芳等!#%24*郑阳阳等!#%23*湛礼珠等!#%#!'

/#Q;#:0

*此时!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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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助于打破这种资源约束!使其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和数字化服务获取更多生产资源
和发展机会!从而产生较强的增收效应" 而城郊村更容易受到城市发展的辐射!通常拥有较为丰富的金
融资源%教育资源和就业岗位!农户就近就业和就地城镇化的实现程度已经较为充分*此时!农户数字素
养的提升对其获取生产资源和发展机会的帮助相对较小!因而能够带来的增收效应也较弱"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数字素养提升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存在异质性!表现为对受流动性
约束较强农户%非城郊村农户具有更为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

!.数字素养影响农户收入的路径
随着城乡融合发展的不断推进!农户兼业化程度持续提高!其收入也分为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 由

于农业收入与非农收入的来源及获得方式存在显著区别!本文分别探讨数字素养影响农户农业收入和
非农收入的路径"

一方面!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数字素养具有劳动效率提升效应!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劳
动生产率来促进其农业产出增长!进而增加农业收入"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人力资本投入可以显著提高
农户的劳动生产率!进而在其他投入不变的情况下提高农业产出和收入!而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数字素养
的提升能够显著提高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 农业技术进步是提高农户收入和减少贫困的关键因素之
一&林毅夫!#%22'

/#<0

!数字素养提升有利于农户的农业生产和管理技术提高!从而提高农业劳动生产
率" 比如!数字素养较高的农户能够更好地运用数字技术和平台收集整合相关农业数据!从而制定更科
学的农业生产计划&孙光林等!#%#!'

/#30

!实现更精准的农业管理!这将显著提高农作物产量" 同时!数
字素养较高的个体对数字资源的学习和整合能力更强且认知水平更高&尹志超等!#%2Q'

/!%0

!该类群体
往往具备较强的做出明智判断和有效决策的能力" 因此!数字素养的提升还有利于农户适应不断变化
的农业市场环境!做出正确的市场决策!这不仅能够使其更有效地规避农业生产风险!还可以更好地将
农业产出增长转化为农业收入增长"

另一方面!数字素养具有生计多样化效应!可以通过促进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来扩大其收入来源" 农
户的生计策略有单一生计&仅依靠纯农业生产活动'和多样化生计&包括外出打工%非农经营等'两种
&cC''9A8!233<'

/!20

!单一生计的收入来源单一!家庭发展的脆弱性较高!而多样化生计的收入来源多元!

家庭发展的韧性较好&>-N9Y!#%%%'

/!#0

" 数字素养提升能够促进农户生计的多样化!具体表现在以下方
面(第一!数字素养提升有助于农户扩大工作搜寻范围和降低工作搜寻成本&杨萌萌等!#%##'

/!!0

!从而
拓展其生计选择领域" 数字科技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的流动和就业选择多样化&赵放等!#%#!'

/!"0

!农民
的数字素养越高越能够在市场中识别并利用就业创业机会*同时!互联网平台降低了社交成本!扩大了
社会网络!数字素养越高越能够利用互联网增加社会资本&j-GAHA-!233!*赵曙光!#%2"'

/!Q;!40

!并以更小
的成本获得就业信息和创业渠道" 第二!数字素养提高有利于农户增强职业竞争力!从而实现生计多样
化" 数字素养提升使农户更有能力不再从事单一的农业生产劳动!例如通过电子商务平台进行农产品
销售等&杨云彦等!#%%<*刘畅!#%##'

/!:;!<0

*数字素养提升还可以增强农户通过#干中学$积累工作经验%

获得新的职业激励的能力&何可等!#%2Q*程名望等!#%24'

/!3;"%0

!这有助于农户做出理性的职业选择!以
获得更高的收入" 第三!数字素养提升能够提高农户对金融服务的可得性!有效缓解信贷约束&何婧
等!#%23'

/"20

!从而为农户进行非农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并可以增加其财产性收入"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说h!(数字素养可以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来增加其农业收
入!可以通过促进农户的生计多样化来增加其非农收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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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本文的理论框架如图2所示"

图2$数字素养影响农户收入的机制示意图

三&实证检验设计

2.基准模型设定与变量测度
为检验数字素养是否会显著影响农户收入!本文构建如下基准模型(

(9 >-+,?$

%

]

!

%

b

!

2

)%"%&@/

%

b

!

A

%

b

)

6

b

(

%

其中!%代表农户!6代表地区&省份'!

!

%

为截距项!

)

6

表示省份固定效应!

(

%

为随机扰动项"

被解释变量&/->-+,?$

%

'为农户%家庭人均收入的自然对数值!采用以下!个指标(一是#家庭人均总
收入$!总收入包括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二是#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农业收入为农业经营性收入*三是
#家庭人均非农收入$!非农收入为家庭总收入减去农业经营性收入!具体包括工资性收入%非农经营性
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等"

核心解释变量&)%"%&@/

%

'为农户%的数字素养水平!参考苏岚岚等&#%##'方法/220

!综合考虑农户的
数字设备可及性%数字技术利用动机和行为等构建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进而采用因子分析
法计算得到样本农户的数字素养得分"

表2$数字素养评价指标体系
标准层 指标层 具体测量题项 主要参考文献

数字设备
操作素养

是否使用数字设备 +2.您是否使用"[5Q[手机
使用数字设备的困难
程度 +#.您对使用"[5Q[手机的功能是否不存在困难

使用数字设备时长 +!.您平均每天使用"[5Q[手机时间是否超过< F

@N-E7Y'L8Y7等&#%2<'

/"#0

*

蒋敏娟和翟云&#%##'

/"!0

*

吕建强和许艳丽&#%#%'

/""0

数字资源
获取素养

是否能较为熟练地利
用数字设备获取资讯

@2.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新闻浏览等获取
资讯功能

数字信息获取及时性 @#.对于上述重点关注的信息!其获取是否具有及
时性

数字资源可获性
&是否面临信贷约束'

@!.如果有日常需求!您自己能否通过手机或网络
随时获取相关信息

@N-E7Y'L8Y7等&#%2<'

/"#0

*

*NI7N等&#%#!'

/"Q0

*

苏岚岚和彭艳玲&#%#2'

/220

*

王佑镁等&#%2!'

/"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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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2$

标准层 指标层 具体测量题项 主要参考文献

数字技术
应用素养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
娱乐技能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
社交技能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
学习技能

是否具备较好的数字
商务技能

是否曾为数字化服务
付费

X2.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微博%微信等社交
活动
X#.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视频%音乐等娱乐
功能

X!.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学习教育等活动

X".是否利用智能手机设备进行产品交易等商务
活动
XQ.您家是否有产品通过网络经营

X4.您是否曾经为手机+̀ `服务支付过一定费用

XAE79INDN-等&#%#2'

/":0

*

李晓静等&#%##'

/2%0

*

*NI7N等&#%#!'

/"Q0

*

苏岚岚和彭艳玲&#%##'

/"<0

数字意识
素养

是否偏好数字化方式
获取信息
是否偏好数字化方式
传播信息

是否偏好数字支付

是否偏好数字信贷
是否偏好数字化经营

/2.您是否最倾向村委会通过数字化方式传递重
要信息

/#.您是否通常采用数字化方式传递重要信息

/!.您家购买种苗%化肥%饲料等农资产品首选的
支付方式是否是数字支付)

/".如果您家现在要购买或近期购买过车辆&轿
车%农用车等'!首选支付方式是否是数字支付)

/Q.您需要借钱时是否最先考虑数字借贷)

/4.是否有意愿在网上销售您的产品)

XAE79INDN-等&#%#2'

/":0

*

吕建强和许艳丽&#%#%'

/""0

*

戚聿东和褚席&#%#2'

/"30

*

温涛和陈一明&#%#2'

/Q%0

参考相关研究&胡中立等!#%#"*安丛梅!#%#"'

/Q2;Q#0

!本文基于户主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村庄特征
选取以下控制变量&A

%

'(一是#性别$!若户主为男性赋值为2!否则赋值为%*二是#年龄$!为户主的实际
年龄*三是#年龄平方$!为户主实际年龄的平方除以2%%*四是#婚姻状况$!若户主已婚赋值为2!否则赋
值为%*五是#受教育年限$!根据户主学历进行赋值!未上学]

%!小学]

4!初中]

3!高中%中专%职高技校
]

2#!大学专科]

2Q!大学大专]

24*六是#家庭社会关系$!若家庭成员中有村干部赋值为2!否则赋值为
%*七是#家庭规模$!为家庭成员中同收支的人员数量&经济意义上的一家人'*八是#家庭劳动力比例$!

为24i4%岁的人口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九是#村庄经济条件$!为农户所在村庄当年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自然对数值"

#.样本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实证分析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课题组主持的#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

&X\\c'#%#%年的农户问卷" 该调查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空间布局和农业生产等因素!采取分层多
阶段等距随机抽样方法!从2%个省&自治区'%Q%个县&市'%2Q4个乡&镇'获得!%%份村庄调查问卷和!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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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份农户调查问卷!调查结果具有代表性" 本文对缺失观测值的样本进行剔除!

!最终得到! <!!个
农户样本" 为缓解异常值对模型回归结果的影响!对连续变量进行2a的缩尾处理!表#为主要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最小值中位数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家庭人均总收入 ! <!! 3)!<< %)3"< :)":% 3)"Q3 22)%2%

家庭人均农业收入 ! :Q" Q)3"< ")"4! % <)242 2%)Q#%

家庭人均非农收入 ! <#! 4):#: ")3Q" % 3)424 2!)4##

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 ! <#< Q)!Q" #)%<# 2 Q)3:% 2%

控制变量

性别 ! <#< %)3!" %)#"< % 2 2

年龄 ! <#< Q)4%% 2)2#Q ## Q4 3#

年龄平方 ! <#< !)#4! 2)#4: ")<"% !)2!4 <)"4"

婚姻状况 ! <#< %)32: %)#:Q % 2 2

受教育年限 ! <#< :)<!# !)#2# % 3 24

家庭社会关系 ! <#< %)2Q4 %)!4! % % 2

家庭规模 ! <#< ")%4% 2)Q:4 2 " 2%

家庭劳动力比例 ! <#< %)4:2 %)#3< % %)44: 2

村庄经济条件 ! ::: 3)"!Q %):#4 2)%33 3)!3! 2#)"3%

四&实证检验结果分析

2.基准模型回归
表!为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 #数字素养$对#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家庭人均

总收入$的估计系数均在2a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数字素养的提高既促进了农户农业收入的增长!也
促进了农户非农收入的增长!从而产生了显著的增收效应" 由此!假说h2得到验证"

从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户主个体特征对样本农户的人均农业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户主受
教育水平对农业收入具有负向影响!与人力资本理论不符!原因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往往有
更多的机会和更强的能力寻找非农领域的工作以获得更大的收入回报!导致其家庭的农业经营收入反
而相对较少*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社会关系%规模和劳动力比例对样本农户的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
收入和人均总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家中有村干部%家庭人口较多和家庭劳动力比例较高有
助于农户收入增长!这与理论预期和相关研究的结论一致&臧旭恒等!#%#!'

/Q!0

*村庄的经济发展水平与
样本农户的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显著正相关!但与人均农业收入显著负相关!这是由于当村庄的
经济发展较好时!农户对土地的依赖性降低!更倾向于寻求非农就业机会!从而不利于其农业经营收入
增长"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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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基准模型回归结果
变$量 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家庭人均非农收入 家庭人均总收入

数字素养 %)%"2

!!!

&Q)2Q!'

%)#":

!!!

&<)#4!'

%)2##

!!!

&2")<!2'

性别 %)<:2

!!!

&!)2%"'

%)%4:

&%)!24'

%)%!2

&%)Q!4'

年龄 2)%:4

!!

&#)%3<'

%)%:!

&%)2<3'

%)%:4

&%):2"'

年龄平方 =

2)22!

!!

&

=

#)!44'

=

%)2<!

&

=

%)Q2!'

=

%)2#:

&

=

2)!2#'

婚姻状况 2)%22

!!!

&!)<Q2'

%)%2Q

&%)%::'

%)%<:

&2)Q3:'

受教育水平 =

%)%"3

!!

&

=

#)2#:'

%)%%#

&%)%<4'

%)%%Q

&2)%%%'

家庭社会关系 %)"QQ

!!

&#)!33'

%)%<4

!

&2)<%%'

%)%:#

!

&2)<!:'

家庭规模 %)#QQ

!!!

&Q)"QQ'

%)%:!

!!

&#)%:4'

%)%<Q

!!!

&<)<%#'

家庭劳动力比例 %)4!:

!!

&#)#:4'

%)2#Q

!

&2)4<3'

%)2%#

!!!

&Q):QQ'

村庄经济条件 =

%)#:#

!!!

&

=

#)4:%'

%)2Q:

!!

&#)%!!'

%)22#

!!!

&Q)#:Q'

常数项 !)3!<

!!

&#)"#%'

=

#)##4

!

&

=

2)<%:'

:)Q<#

!!!

&##)Q"!'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 ! :%! ! ::# ! :::

调整\

#

%)2<# %)%:! %)#22

$$注(

!

%

!!

%

!!!分别表示在2%a%Qa和2a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E值!

下表同"

#.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模型分析结果的可靠性!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对数据进行Qa的

缩尾处理后重新进行模型检验!以进一步排除异常值的影响*二是替换被解释变量!考虑到户主对家庭
收入的满意度是其对自身经济情况的主观感受!这种感受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农户的收入水平!因而借
鉴谢颖&#%%:'的方法/Q"0

!采用#户主主观收入满意度$作为被解释变量重新进行模型检验*三是替换核
心解释变量!采用累积得分法重新计算样本农户的数字素养水平&#数字素养2$'!作为核心解释变量重
新进行模型检验" 上述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见表" 的̀N9A(+!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2a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表明本文基准模型的分析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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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基准可能存在遗漏变量%非随机样本及反向因果关系等内生性问题!为了保证回归结果的可
信度!采取工具变量法进行#cRc检验" 选取同村庄除被访农户外其他农户数字素养水平的均值作为
#数字素养$的工具变量" 农户个体的数字素养与同村庄其他农户的数字素养具有一定相关性!但其他
农户的数字素养又不会直接影响被访农户的收入!故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条件"

#cRc检验结果见表"的̀N9A(@" 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与#数字素养$显著正相关!>统
计值为#"2)4#!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显示!工具变量拟合的#数字素养$系
数还是在2a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数字素养提升有利于农户收入增长的结论
依然成立"

表"$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处理结果

变量
Ǹ9A(+(稳健性检验 Ǹ9A(@(内生性处理&#cRc'

Qa缩尾 替换被解释变量替换解释变量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家庭人均总收入主观收入满意度家庭人均总收入数字素养家庭人均总收入

数字素养 %)2##

!!!

&2")<!2'

%)%22

!!!

&!)4<"'

%)!!%

!!!

&3)#!4'

数字素养2

%)%4<

!!!

&2Q)%#4'

工具变量 %)"4:

!!!

&2Q)Q"4'

常数项 :)Q<#

!!!

&##)Q"!'

!)3:"

!!!

&<)4:%'

:):4#

!!!

&#!)24:'

#)":#

!!!

&")Q3Q'

:)"Q3

!!!

&%)!!Q'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统计量 #"2)4#

* ! ::: ! :44 ! ::: ! <#< ! <#<

调整\

#

%)#22 %)%2% %)#2# %)2!: %)%:%

!.异质性分析
本文采用分组检验方法进行异质性分析!根据前文理论分析!进行以下分组(一是参考ZA(IA8

&23<3'的方法/QQ0

!根据家庭金融资产总价值是否低于两个月永久收入!将样本农户划分为#流动性约束
强$和#流动性约束弱$两个子样本*二是根据农户所在村庄是否属于城市郊区!将样本农户划分为#城郊
村$和#非城郊村$两个子样本" 分组检验的结果见表Q"

从流动性约束异质性来看&见表Q的̀N9A(+'(在#流动性约束强$子样本中!#数字素养$对#家庭
人均农业收入$#家庭人均非农收入$ #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回归系数均在2a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在
#流动性约束弱$子样本中!#数字素养$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回归系数在2a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家庭人均农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从回归系数大小来看!#数字素养$对#家
庭人均非农收入$和#家庭人均总收入$的正向影响在#流动性约束强$子样本中更强&通过组间系数差
异显著性检验'" 从村庄地理位置异质性来看&表Q 的̀N9A(@'(在#非城郊村$子样本中!#数字素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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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家庭人均农业收入$ #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回归系数均在2a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而在#城郊村$子样本中!#数字素养$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和#家庭人均总收入$的回归系数在2a

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对#家庭人均农业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从系数大小来看!#数字素养$对#家庭人
均非农收入$和#家庭人均总收入$的正向影响在#非城郊村$子样本中更强&通过组间系数差异显著性
检验'" 上述分析结果表明!家庭和村庄特征均会对农户数字素养提升的收入增长效应产生一定的影
响!从而表现出数字素养提升更能促进流动性约束强农户和非城郊村农户收入增长的异质性" 由此!假
说h#得到验证"

表Q$异质性分析结果
Ǹ9A(+(流动性约束异质性

变量 家庭人均农业收入 家庭人均非农收入 家庭人均总收入
流动性约束强流动性约束弱流动性约束强流动性约束弱流动性约束强流动性约束弱

数字素养 %)%"!

!!!

%)2%2

%)#":

!!!

%)#%#

!!!

%)223

!!!

%)222

!!!

&#)33:' &%)3#"' &:)":4' &!)%%Q' &2")%2<' &")"%Q'

常数项 ")%!:

!!

!)<#3

=

2)3<4

=

2)#Q#

:)4<%

!!!

:)"%2

!!!

&#)#!%' &%)3#Q' &

=

2)"#:' &

=

%)"4:' &#2)"<"' &:)4%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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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9A(@(村庄地理位置异质性

变量 家庭人均农业收入 家庭人均非农收入 家庭人均总收入
城郊村 非城郊村 城郊村 非城郊村 城郊村 非城郊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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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 ::Q # 3#< :<2 # 332 :<! # 33"

调整\

#

%)#"! %)2:: %)%<" %)%:2 %)#Q% %)#%#

组间系数差异检验̀值
%)%#"

!!

%)%Q3

!

%)%3!

!

$$注(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的̀值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抽样# %%%次'计算得到"

".中介效应检验
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检验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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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2为中介变量!根据前文理论分析!本文选取以下两个中介变量(一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用
以检验数字素养提升能否通过提高农户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来促进其农业收入增长" 参考张悦和刘文勇
&#%24'的研究/Q40

!采用劳均农作物产量来衡量#农业劳动生产率$!即农户每亩农作物产量与每亩农作
物生产投工量&日数'之比的自然对数值" 二是#生计多样化$!用以检验数字素养提升能否通过提高农
户的生计多样化程度来促进其非农收入增长" 借鉴cC''9A8&233<'的思路/Q:0

!基于农户的非农生计策略
衡量其生计多样化程度!将生计活动划分为#本地打工$#异地务工$#非农经营$!种!若样本农户没有从
事非农生计活动!#生计多样化$赋值为%!从事2种非农生计活动赋值为2!从事#种非农生计活动赋值
为#!从事!种非农生计活动则赋值为!"

中介效应模型检验结果见表4" #数字素养$对#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生计多样化$的回归系数均显
著为正!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显著促进其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家庭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农
业劳动生产率$对#家庭人均农业收入$和#生计多样化$对#家庭人均非农收入$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表明农户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其农业收入增长!家庭生计多样化程度的提高则促进了其非
农收入增长*同时!与基准模型相比!加入中介变量后#数字素养$的回归系数减小" 上述结果表明!农业
劳动生产率和生计多样化程度分别在数字素养促进农户农业收入增长和非农收入增长中发挥了显著的
正向部分中介作用" 进一步采用c'UA(检验和@''E8E-N,检验对进行稳健性检验&温忠麟等!#%2"'

/Q<0

!

均表明中介效应显著" 由此!本文提出的假说h!得到验证"

表4$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变$量
Ǹ9A(+(劳动生产率的中介作用 Ǹ9A(@(生计多样化的中介作用

家庭人均
农业收入

农业劳动
生产率

家庭人均
农业收入

家庭人均
非农收入生计多样化家庭人均

非农收入

数字素养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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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A(检验
!)22#

!!!

#)"Q2

!!

@''E8E-N,检验3Qa置信区间 /%)%#2 33# :!%)%33 !#< 30 /%)%2! :#" Q!%)%23 #2# 20

五&结论与启示
随着数字技术的迅速发展和普及!劳动者的数字素养已成为数字时代重要的新型人力资本!并通过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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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能传统人力资本和生产生活产生经济效益" 数据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素!数字素养成为农户生
计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农户的数字素养提升!增强了其内生发展能力!使其能够更好地应用先进技
术%获取市场信息%拓展销售渠道%增加非农就业创业机会!从而增加家庭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产生
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 本文使用X\\c #%#%年的数据!从数字设备操作%数字资源获取%数字技术应用%

数字意识"个维度选取2<项指标评价样本农户的数字素养!实证检验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分
析结果表明(农户数字素养提升对其人均农业收入%人均非农收入和人均总收入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
响!数字素养提升对流动性约束较强的农户和非城郊村的农户具有更为显著的收入增长效应!数字素养
可以通过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路径增加农户农业收入!也可以通过促进家庭生计多样化的路径增加
农户非农收入" 因此!数字素养不仅具有显著的农户增收效应!而且有助于长尾群体共享数字红利!促
进农村地区共同富裕指数提高"

基于上述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加强和普及数字素养教育!为数字经济发展提供内生动
力" 应积极开展多维度全方位的数字素养教育!在培训过程中要注重提高劳动者的数字设备操作技能%

增加劳动者的数字资源获取渠道%拓展劳动者的数字技术应用领域%提升劳动者的数字意识和思维!并
充分发挥政府%学校等教育主体在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中的独特作用" 第二!重点帮扶弱势群体提高数字
素养!有效缩小数字鸿沟" 应尽快实现偏远地区的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基础设施全覆盖!并积极探索面
向不同困难群体的差异化帮扶策略" 例如!银行等信贷机构可以制定差异化的金融支持政策!提高金融
服务的广度!破解弱势群体易返贫的困境*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扩大数字技术服务范围!解决偏远地
区的数字化接入难题!以充分释放数字红利" 第三!加强人力资本积累!提升劳动生产率" 不仅要从提
升数字素养着手!也应该结合影响劳动生产率的其他因素对症下药!例如!加大对农村地区和农业发展
的金融支持和投资力度!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为农民发展提供技术培训和市场准入等方面的帮助"

第四!提供更多的非农就业机会!促进农户生计多样化" 政府部门应加大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持力度!支
持农业农村发展!助推数字技术赋能农民增收" 例如!建立和完善电商平台体系!增强电商与地区特色
农产品的深度融合!缓解农户在销售产品过程中面临的信息不对称%销售成本高%中间商赚差价%销售渠
道窄等困境*扶持乡村非农产业发展!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选择!促进农民就近就业创业*同时!要进
一步完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机制!降低劳动力市场的歧视和排斥!增加农民外出务工的就业机会!并
提高其就业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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